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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牙囊干细胞在牙周病治
疗中的转化应用示范

近年来，“干细胞与再生医学研究”已
成为现代生命科学发展的前沿领域。作
为机体的起源细胞，干细胞是具有自我复
制、多向分化和归巢潜能的原始细胞，堪
称“生命的种子”。

竞逐干细胞与再生医学前沿赛道，
“成都力量”也未缺席，人牙囊干细胞在牙
周病治疗中的转化应用示范项目就是其
中之一。记者昨日了解到，目前，四川大
学正与在蓉高新技术企业成都世联康健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世联康
健”）联合攻关，加快推动基于干细胞的牙
周功能组织模块构建及临床治疗牙周病

新技术的转化与应用示范。

20多年研究
找到治疗牙周病新方法

人牙囊干细胞在牙周病治疗中的转
化应用示范项目在国内率先开展基于干
细胞牙再生、生物牙根的研究，创建了利
用脂肪干细胞和胞外囊泡进行无细胞脂
肪再生及软组织修复的新方法。同时，获
国家卫健委批准的全球首个牙囊干细胞
治疗牙周病的临床研究项目已在华西口
腔完成一期临床研究。

世联康健位于前沿医学中心 E7 栋，
创始人田卫东教授是国家 973 重点研发
计划项目首席科学家、华西口腔医院教
授，深耕干细胞与再生医学研究 20 多年，
在牙源性干细胞、脂肪干细胞等领域取得
了多项基础理论突破和技术创新。

“在临床上，牙周病治疗一直是个难
题。现有的手术和药物治疗方式，均难

以彻底解决牙周病造成牙齿松动最后脱
落的问题。”田卫东介绍，在前期 20 多年
基础研究的基础上，其团队找到一种新
方法，可以通过局部移植外源性干细胞
有效促进牙周炎局部的组织再生修复，

“让被破坏的牙周组织，甚至是骨头重新
长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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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首个人牙囊干细胞治疗牙周病临床研究在蓉取得突破

干细胞当“种子”牙周发“新芽”
科技创新能够催生新产业、新模式、

新动能，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
今年，成都坚定把科技成果转化作为

科技创新“一号工程”，以科技创新驱动产
业创新，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前不
久，市科技局对9个国家重大科技项目成

果转化示范项目正式立项，将加快创新成果从“样品”到“商品”的转化应用，进一步提高
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水平，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注入动能。

即日起，成都日报锦观新闻推出《“转”出新质生产力》系列报道，看这些示范项目如何
以科技创新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为成都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力。

科研人员正在进行干细胞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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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区天气：阴天有小到中雨 15℃—18℃ 北风1—3级

本报讯 （成都日报锦观新
闻记者 王嘉） 昨日是清明假期
第二天，全省天气凉爽宜人，各
地特色文化体验活动精彩纷呈，
游客出行热情持续攀升，以休闲
购物、踏青赏花、徒步健身等都
市近郊游为主。绵阳药王谷第
十五届辛夷花节、宜宾僰王山采
笋季、阿坝中国古羌城开城仪
式、建昌古城“大舞台”演艺等活
动，备受游客青睐。

全省游客人数前十位的景
区为宽窄巷子（13.16 万人次）、
东郊记忆（10.95 万人次）、街子
古镇（8.75 万人次）、青城山-都
江堰旅游景区（7.87 万人次）、苏
稽古镇（7.1 万人次）、武侯祠博
物馆（7.03 万人次）、海滨城景区

（6.99 万人次）、洛带古镇（6.9 万
人次）、邛海泸山风景名胜区

（6.5 万人次）、成都大熊猫繁育
研究基地（5.48 万人次）。截至
昨 日 15∶00，全 省 纳 入 统 计 的
865 家 A 级 景 区 ，接 待 游 客
410.94 万人次，实现门票收入
4361.39 万元；全省旅游度假区
接待游客超过 60 万人次。全省
博物馆、图书馆、文化馆当天累
计接待群众67.98万人次。全省
文化和旅游市场安全平稳有序

运行。
成都踏春出游也迎来小高

峰。数据显示，假期首日，外地
在蓉游客总数 156.2 万人次，全
市 A 级景区接待游客 88.5 万人
次；门票收入 709.7 万元。机场
车站、酒店宾馆客流不断，据统
计，假期第一天机票订单量为
9.8 万人次；酒店订单量为 35.3
万人次。去哪儿数据显示，从酒
店预订来看，北京、上海、南京、
武汉、杭州、重庆、成都、西安、长
沙、广州位列前十。

文博游依然火热。各大文
博场馆纷纷推出丰富多彩、各
具特色的文旅活动。成都博物
馆推出的“风华万象——16-20
世纪经典珍品艺术展”等艺术
大展，为热爱艺术的市民游客
假期出游提供了新选项。成都
金沙遗址博物馆重磅展览“印
加——秘鲁安第斯文明特展”
吸 引 了 众 多 市 民 游 客 。 据 统
计，假期首日，全市域直属的图
书馆、文化馆、博物馆（不含 A
级景区博物馆）等公共文化服
务场馆开展线上活动 46 场次，
线上活动点击量 2.9 万人次；开
展线下活动 66 场次，接待市民
游客 9.9 万人次。

假期第二天

全省A级景区接待游客
410.94万人次

4月2日，清华大学中国新型城镇化研
究院和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有
限公司联合发布《现代化成都都市圈高质
量发展指数（2023）》（以下简称指数）。结
果显示，成德眉资同城化进程不断提速，
成都都市圈三年起步期建设成效初显。

自2022年以来，这是该指数第三次
发布。本次指数扩大全国都市圈比较范
围，兼顾横向比较和纵向监测两大目标，
建立“发展水平指数”“建设进程指数”两
套评价体系。

从横向来看，现代化成都都市圈高质
量发展水平指数评价结果显示，成都都市
圈综合得分为76.4分，在12个都市圈中
排名第5位，在中西部都市圈中处于领先
地位。排名前四的分别是上海大都市圈、
深圳都市圈、杭州都市圈、广州都市圈。

设施互通
跨市交通相关指数名列前茅

“成都都市圈在绿色发展、生态共建、
设施互通、开放发展、公服共享等方面成
效显著。”清华大学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
院相关负责人说。

以设施互通为例，2022 年成都都市
圈跨市高快速路通勤指数、跨市轨道交通
通勤指数、轨道交通互联互通指数分别位
列第 2、3、4。这得益于成都都市圈一直
以来加快“两环三射”轨道交通主骨架建
设，推动干线铁路、城际铁路、市域（郊）铁
路、城市轨道交通“四网融合”，打造轨道
交通“1小时通勤圈”。

“目前，市域铁路成德 S11 线 10 座地
下站已完成打围，成眉 S5 线工程已进入
盾构施工阶段，市域铁路成资 S3 线也将
在今年 9 月底前建成投用。”省同城化办
相关负责人表示，到 2027 年，成德眉资四
市轨道交通将无缝对接。成都都市圈将
成为全国首个中心城市到全部区域副中

心城市均运营市域铁路的都市圈。
此外，航空枢纽地位领先。2022 年

成都都市圈航空吞吐量达 3109 万人次，
排名第 2 位。地区发展相对均衡，2022 年
成都都市圈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倍差
为 1.6，排名第 2 位。绿色发展走在前列，
2022 年成都都市圈耗用的清洁电力占比
高达 79.9%，位居 12 个都市圈首位；城市
公共交通站点 500 米半径覆盖率高达
43.1%，排名第 2 位；国家地表水考核断面
水环境质量优良（Ⅰ－Ⅲ类）率达 100%，
与杭州、长株潭都市圈并列第1。

公服共享
教育和医疗发展变化最为明显

成都都市圈建设反映出的不仅有创

新发展，还带来公共服务跨城共享，“一小
时生活圈”加速形成，在教育和医疗上最
为明显。

据悉，成都与德眉资三市均实现了基
础教育合作办学和跨市医联体建设，医保
异地就医和结算实现都市圈四市全覆
盖。据统计，都市圈内城市参与基础教育
结对共建学校数量达 254 对，医学检验检
测互认医院数达 71 家，对比 2021 年分别
增加10对、46家。

“在德阳做的检查报告，成都的医院
也认可。”德阳市民王小明说，不仅节约了
费用，更是省去了重新检查的麻烦，方便
就医。

与此同时，开放发展全面发力，德眉
资三市共享红利，2022 年成都都市圈国
际班列开行车次达 5179 次，货物进出口

总 额 达 8688.85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2.5% 。
其中，德眉资三市增速可观，货物进出
口 总 额 分 别 同 比 增 长 27.7% 、48.6% 、
44.9%。低碳发展成效明显，2022 年成都
都市圈新增和更新新能源公共汽电车比
率达 100%。

建设成效
都市圈建设进程指数持续提升

指数显示，2019-2022 年成都都市圈
建设进程指数综合得分持续提升，以
2019 年为基期 60 分，2020 年、2021 年、
2022 年建设进程得分 65.3 分、73.6 分、
80.9 分，增速分别为 9%、13%、10%。成都
都市圈三年起步期阶段性目标圆满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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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德线杜家碾站施工现场

。

记者 5 日从交通运输部获悉，我
国将于今年内全面实现居民身份证、
护照、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等实名
证件网上购买电子客票。

近日，交通运输部印发的 2024 年
基本实现道路客运电子客票全覆盖工
作方案提出，今年 10 月底前，各省级
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对照道路客运电子
客票基本全覆盖的目标，将全面实现
居民身份证、护照、外国人永久居留身
份证、港澳台居民居住证、港澳居民来
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
行证等实名制证件支持网上购买电子

客票。同时，实名制管理的二级以上
汽车客运站、定制客运线路电子客票
覆盖率达 99%以上，省际市际线路电
子客票覆盖率达95%以上。

据交通运输部有关负责人介绍，
将全面开展底数摸排，各省级交通运
输主管部门组织梳理辖区内二级以上
汽车客运站、定制客运线路、省际市际
客运线路底数和电子客票服务覆盖现
状，以及居民身份证、护照、外国人永
久居留身份证、港澳台居民居住证、港
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
往大陆通行证等实名制证件支持网上

购买电子客票的情况，建立底数台
账。针对辖区内尚未覆盖电子客票服
务的，形成工作任务清单，明确工作措
施及完成时限。

这 位 负 责 人 表 示 ，今 年 9 月 底
前，各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将组织
各市县逐一核实未实现电子客票应
用服务的二级以上汽车客运站、定制
客运线路、省际市际客运线路情况，

“一站一策、一线一策”分析问题原
因，采取针对性措施，加快实现电子
客票应用。

据新华社

□本报评论员
4 月 2 日，清华大学中国新

型城镇化研究院和北京清华同
衡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联
合发布《现代化成都都市圈高质
量发展指数（2023）》，成都都市
圈三年起步期建设成效，有了更
为系统的总结。

横向上，成都都市圈综合得
分在12个都市圈中排名第5位，
处 于 中 西 部 都 市 圈 中 领 先 地
位。纵向上，2019-2022 年成都
都市圈建设进程指数综合得分
持续提升，增速在9%以上。

可见的变化，在具体的数据，
更在“圈内人”可感的生活——

成眉S5线、成德S11线相继
开工建设，成资 S3 线距离通车
越来越近，“一小时通勤圈”带来
的，是快速便捷的都市生活；科
创和生产性服务业、临空经济产
业等产业生态圈蓬勃生长，带来
效率的提升与活力的迸发；“一
站式”通办，让优质服务成为市
民们共享的福利⋯⋯

做强都市圈，是成都遵循城
市发展的内在规律、顺应超大城
市发展趋势的必然选择。在成
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战略部署
下，作为成渝“双核”之一，成都
必须以更大格局更广视野，在国

家战略全局、四川发展大局中谋
划自身发展大势，扛起时代赋予
城市的使命与担当。

2023 年，成都都市圈所包
括的成都、德阳、眉山、资阳四
市 共 完 成 地 区 生 产 总 值
27845.35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6.1%。2024 年，是成都都市圈
迈入“成长期”的第二年，从“起
步”到“成长”，成德眉资也正在

“相互赋能、相向发展”中，“圈”
出崭新的未来。

做 强 都 市 圈 ，成 长 在 路
上。成德眉资的“各美其美、美
美与共”，离不开交通、生态、产
业和公共服务等不同领域的接
续融合，需要系统周密的政策
设计，也需要日拱一卒的实干
韧劲。这是资源禀赋优势、创
新要素集聚、营商环境优化、治
理水平高效能等多方面因素的
叠加，更是高质量发展的具体
体现。

城市群、都市圈正成为汇
聚发展要素的主要空间、推动
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引擎。坚
持“一盘棋”布局、“一体化”理
念，抱团发展、协同联动，尊重
市场规律，持续发挥区域内城
市之间互补互利的作用，交通、
产业、生活一体化程度越来越
高的成都都市圈，一定能够持
续提升整体竞争力，赢得更多
发展主动权。

日前，在第七届清华-四川科技成果对
接会上，清华四川能源互联网研究院首次
对外发布了“8MW级大型碱性电解水制氢
机组特性试验检测平台”等十大创新成果。

这些创新成果是如何研发的？成都
的创新生态如何？记者近日就此采访了
部分创新成果的研发团队负责人。

原始创新“硬实力”
多项创新成果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首个、首套、国际领先、填补空白⋯⋯
成为此次发布的创新成果介绍中最闪亮

的关键词。
比如，“百兆瓦级高压级联直挂式储能

系统”是世界首套、国际上单机容量最大的
储能系统，可有效解决大规模新能源场站
并网后的稳定性问题，改善电网对可再生
能源的接纳能力；再看“非补燃压缩空气储
能”成果，该技术的成功研发支撑建成世界
首个非补燃压缩空气储能电站项目，标志
着我国首个压缩空气储能国家示范项目电
能转换效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此外，国内首个能够实现省级电网分
钟级、区县级实时用电碳排放计量的系统
也出自成都——“电力系统源-网-荷全

环节碳计量方法及碳表系统”。
“它能够将实时变化的度电含碳量信

息传递给用户，进而能够引导电力用户通
过调节自身用电行为的方式实现降碳减
排。”该成果研发团队负责人告诉记者。

然而，要做“首”字头的原始创新，这
条研发之路并不平坦。“没有研发参照，唯
有靠创新。”作为碳表系统研究团队的一
员，研究院低碳城市能源系统研究所所长
助理、助理研究员李姚旺深知创新与突破
背后的不易。

回忆起团队第一次尝试省级电网10分
钟级的实时碳计量系统开发，李姚旺依然

记忆犹新。面向省级电网数千节点系统、
10分钟级实时计算、大量电碳信息直观可
视化展示的需求⋯⋯如同在极短的时间内
穿越一片茂密的数据森林，探寻一条正确
的路径，并画出地图，“经过反复的查错、更
新、调试，我们在江苏南京实地连续开发了
数月，最终圆满完成系统既定功能。”

如今，由这支团队研发的系统，已经
在江苏、北京、广东等多地实现了实地应
用，计量时间分辨率可达到 10 分钟级，空
间分辨率可达到区县级，均领先于国内外
同类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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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跑中西部 三年起步期建设成效初显

“清华系”十大创新成果在蓉发布，记者采访部分研发团队负责人——

成都创新生态滋养多项“国际领先”

本报讯 （成都日报锦观新
闻记者 杨富） 4 月 5 日，祥鹏航
空正式复航成都天府直飞泰国
曼谷往返航线。这意味着成都
直飞曼谷再次航线加密，紧接着
4 月 7 日起成都还将加密直飞美
国洛杉矶航线至每周三班，4 月
17 日起还将复航开通直飞新西
兰奥克兰航线。

据了解，祥鹏航空恢复的直
飞曼谷航线，境外航点在曼谷素
万那普机场起降，每周一、三、
五 、七 执 行 。 去 程 航 班 号
8L811，计划于16∶55从成都天府
国际机场起飞，当地时间 19∶10
到达曼谷素万那普机场；回程
航 班 8L812，计 划 于 当 地 时 间
20∶25 从曼谷素万那普机场起
飞，次日 0∶05 到达成都天府国
际机场。在泰国泼水节（宋干
节）来临之际，成都加密直飞曼

谷航线，将有效满足赴泰游玩、
探亲、商贸等旅客出行需求。

今年 3 月 1 日，中泰互免签
证政策正式实施。泰国旅游呈
现非常明显的市场增长势头。
进入夏秋航季，不少航司在成都
加码运营国际航线，其中成都直
飞曼谷航线最多时一天有 9 班
单向直飞，该航线成为成都进出
港最为繁忙的国际客运航线。
据悉，祥鹏航空在成都直飞曼谷
航线推出实惠而便利的服务，留
学生、海员、海外务工人员凭有
效证件乘坐经济舱可享受 30 公
斤免费托运行李额，同时推出经
济舱含税最低票价 729 元的优
惠活动。

记者从市口岸物流办了解
到，截至目前，成都在飞的国际
及地区定期客货运航线已增至
69条。

成都多条国际航线复航、加密
在飞国际及地区定期客货运航线已增至69条

今年我国将基本实现道路客运电子客票全覆盖


